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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路与湘江西路交叉口西侧，志远烧烤
城门前，有人私拉彩灯线，影响通行。

泰山路与沙河北堤交叉口向南约 220 米路
西，交通护栏破损。

人民东路与衡山路交叉口向东约 10 米路
南，交通信号设施箱损坏。

庐山路与漓江路交叉口向北约5米路西，井
盖周边破损。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7月12日下午，在郾城区龙城镇宁

沟刘村，68岁的村民王学德和老伴儿正
在自家的果园内摘苹果。一个个圆滚滚

的青苹果被摘下，老两口喜上眉梢。
2019年，王学德通过我市农业专家种
植了绿翡翠苹果树。这种苹果口感好、
成熟早。他的果树去年开始挂果，今年

长势良好。
“我家的苹果看着是青色，但吃起

来又香又软，营养丰富，比甜面瓜还好
吃，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当天下
午，王学德和老伴儿一边摘苹果，一边
向前来采摘的市民介绍。

记者看到，一棵棵苹果树上挂满
了青翠欲滴的苹果。随手摘下一个苹
果，削掉皮，咬上一口，甘甜沁人心
脾。

“今年的苹果口感更好，闻着香，
吃着甜。采摘后放几天再吃，口感会更
好。”前来采摘苹果的市民张先生告诉
记者，去年他曾经买过王学德的苹果，
感觉口感不错，今年得知苹果成熟，特
意前来尝鲜。

王学德告诉记者，2019年，经我
市高级农艺师杨秀安推荐，他种植了
三亩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从国
外进口的绿翡翠苹果树。这种经高科
技手段培育的新型矮化砧苹果树，不
用授粉，不用套袋，也不用剪枝。果
子口感非常好，比本地苹果提前一个
多月上市。

“去年第一年挂果，苹果供不应
求。今年比去年挂果更多，目前已逐渐
成熟。”王学德高兴地说，自家种的苹
果在漯河是独一份。他经常向我市农业
种植专家请教，经过一系列科学培育，
如今苹果树长势良好，逐渐进入旺果
期。预计今年亩产在一万斤左右，总收
入约十万元。

苹果熟了 果农笑了

■本报记者 朱 红
7月11日，家住海河小区的居民小

君向记者反映，最近她母亲网购上瘾，
还买到了假货。“母亲买的很多东西都
用处不大，只要便宜就买。该怎样让母
亲少买东西、理性消费呢？”小君发愁
地说。

小君告诉记者，母亲今年 75岁，
一直使用老年宝手机，平时有空了就看
看电视。几个月前，在外地工作的弟弟
给母亲带回来一部智能手机，并教会她
刷抖音打发时间。刚开始，母亲只是看
看笑笑。后来，刷到卖货的抖音直播
间，听到主播介绍“物美价廉”的东西
时，母亲就想买。“没想到她一发不可

收拾。母亲只要在直播间看到便宜的东
西，不管家里是否需要，就像捡了大便
宜似的买回来。”小君无奈地说。

小君说，家里的生活用品她平时都
备的有，根本不缺。现在母亲天天买，
导致有的都过期了还用不完。她粗略算
了下，不到一个月时间，母亲就花了近
2000元。

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陈玉霞老师。她表示，子女发现老人
购物后，不要立即跟老人生气，也不要
强制改变老人。其实老人是想为家里做
点儿事，证明“自己还是有用的”，初
衷也是为家里好。老人一下子对购物感
兴趣，可能是因为平时比较寂寞。子女

要多带老人出去走走，多陪伴老人，让
老人减少刷抖音的时间，为老人培养新
的爱好，让老人的生活更充实。子女平
时要多提醒老人，买东西前多跟家人沟
通，确定家里需要再买。这样既减少了
购物，也能避免上当受骗。

老太网购成瘾愁坏女儿

王学德和老伴儿在自家果园内摘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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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 震 通讯员
郭瞻宁）随着“盲盒风”的兴起，玩具
店内、直播间中随处可见盲盒的身影。
在盲盒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关于
盲盒问题的投诉举报也在增多。2022
年上半年，市市场监管局12315指挥中
心共受理涉及盲盒类投诉举报38起，
投诉举报内容主要集中在商家涉嫌虚假
宣传，产品货不对板；产品质量难以保
障，“三无”产品不时出现；消费纠纷
难以解决，退货难、退货慢等。

2022 年 4 月 ， 徐 先 生 拨 打
12315，称其在一家店铺购买的盲盒
打开后发现商品有瑕疵。商家以盲盒
一经打开，不予退换为由拒绝解决。
接到投诉后，执法人员对该商店的盲
盒产品进行了检查，发现的确存在质
量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对商家进行批
评教育，责令商家下架相关商品，退
还徐先生盲盒费用。

12315指挥中心在此提醒：选购盲
盒时，应注意看适用年龄、警示说明等
信息，不要购买无检验合格证明和无中
文标签、生产厂名、生产厂址的“三无
产品”。尽量选择正规实体店或网站购
买产品，购买时应注意索要和留存发票
等购物票据作为事后维权的凭证。针对
盲盒易成瘾易引起青少年攀比心理的特
点，家长要注意引导孩子理性消费、适
度消费，不上瘾、不攀比。

12315发布提醒

盲盒消费需理性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蝴蝶飞舞的立春、万物复苏的惊

蛰、蒲公英飘散的谷雨、鸟儿站在花枝
的立夏……近日，临颍县书画家梁超进
历时两年多完成的绘画作品《二十四节
气图》，在网络上引得转发、点赞不
断。他用画笔对二十四节气进行了生动
的解读，让更多人了解了二十四节气蕴
含的文化内涵。除了 《二十四节气
图》，梁超进的很多作品都在传播优秀
民俗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梁超进是临颍人，自幼喜欢绘
画。他的作品先后在《人民画报》《中

国艺魂》《工程兵报》《河南日报》 等
报刊上发表。近日，记者对他进行了
采访。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画画。课本里
的插画，街上见到的贴画，我都会照着
反复画。”梁超进说，他从中学时期开
始自学美术，在反复临摹的同时，还系
统地自学了透视学、色彩学、艺术心理
学等课程。1984年，他进入临颍县文联
工作，有机会接触很多书画家，并跟着
他们学习，使绘画技艺得到了很大提
升。

梁超进擅长水粉画和画花鸟人物。

他的 《除夕——回家吃饭》《大拜年》
《龙抬头》等系列作品，用图画的形式
生动地讲述着过年的传统习俗；《一心
向党》《警钟长鸣》等作品，从形式到
内容都在向人们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关于《二十四节气图》的创作，梁
超进告诉记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为了展示立春节气和人们心中
向往的春天的模样，他创作了《二十四
节气图》之《立春》。当时，很多朋友
看到后建议他把二十四节气全都画出
来。看了大家的留言，他决定画《二十

四节气图》。
“2021年初，我基本画完了《二十

四节气图》。当时，这二十四幅作品先
后被中国美术家网、人民网、凤凰网等
40多家媒体刊发，让我受到很多人的关
注。”梁超进说。为了不辜负大家的喜
爱，他认真分析这二十四幅画存在的瑕
疵，并对每幅画进行细节修改。其中，
对《秋分》《寒露》《芒种》《夏至》等9
幅作品进行了较大调整，甚至有的重新
画。今年7月初，二十四幅作品全部完
工。

两年多来，构思、描绘、修改《二
十四节气图》几乎占据了梁超进所有的
时间。有时一画就是一夜，有时苦思冥
想几天只为了修改一处细节。他笔下的
《二十四节气图》 明丽清新，虚实相
衬，花、鸟仿佛从画中呼之欲出。

“如今，看着一张张主题鲜明的节
气图，我感觉这两年多的付出很值
得。”梁超进说，二十四节气跟农业生
产息息相关，蕴含了很多民俗文化。近
期，他正在创作过年习俗系列作品，希
望通过他的画，能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传
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图》之《小满》《芒种》《秋分》。 梁超进供图

梁超进：用画笔传播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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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刘净旖
“您好，请出示核酸检测登记

码。”“来，请出示身份证登记。”
7月13日上午，在郾城区龙塔街
道孟南社区核酸采样屋，身穿防
护服的大学生志愿者惠静丹正在
有序为辖区居民录入核酸检测登
记信息。

惠静丹告诉记者，通过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她真切感受到一
线工作人员的不易。她的任务是
帮助辖区居民正确登记个人信
息，保障核酸采样工作顺利进
行。“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我
还是一名高三学生，社区工作
者、医务人员都在保护我们。现
在，我也能为抗疫做贡献了，可
以和众多医务人员一起保护大
家。”她自豪地说。

“不怕苦、不怕累，这名大学
生真让人刮目相看!”提起惠静
丹，辖区居民张阿姨赞不绝口。
惠静丹负责核酸检测个人信息登
记，需要穿上防护服、隔离衣，
套上医用乳胶手套和靴套才能工
作。从早上6点到中午，惠静丹

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未来我
也会成为一名医务人员。医务人
员的职责和使命就是和疾病作斗
争，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惠静
丹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21岁的惠
静丹就读于沈阳医学院，是一名
大二学生，曾荣获一等奖学金和
二等奖学金，在校期间经常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6月初，学校提前
放假，她返漯后看到社区人手不
足，便主动报名，加入孟南社区
志愿者队伍，冒着高温深入小区
宣 传 推 广 “ 国 家 反 诈 中 心 ”
APP，帮助录入社区常住人口信
息，参加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等工
作。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7月
13日，我市导演田刚磊接到第三
届亚洲华语电影节组委会发来的
贺电：“小小”系列青少年儿童
电影第三部作品 《小小足球队》
入围该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邀请
剧组主创人员参加8月中旬在澳
门举行的颁奖仪式。

《小小足球队》 的小主角均
来自漯河本地。电影讲述了一
名篮球教练员父亲为得到儿子
的认可，辞去北京某高中篮球
教练的工作，来到乡下小学担
任一名足球教练，经过重重磨
难取得了优异成绩，最终被儿
子所接受，并把儿子送进了职
业足球学校的故事。

《小小足球队》 是田刚磊编

剧、导演的“小小”系列青少年
儿童电影的第三部。前两部为
《小小校长》和《小小家长》，均
在全国院线上映，后又在中央电
视台电影频道多次播出，受到社
会各界的赞誉。

《小小足球队》自2018年开
始筹备，历时四年的坎坷与打
磨，将于今年8月在全国院线正
式上映。目前，该系列第四部作
品《小小侦探》正在我市紧张拍
摄中，预计2023年春节期间与全
国观众见面。

亚洲华语电影节是香港国际
青年电影节协会主办的重要品牌
活动之一，于 2020 年 11 月、
2021年 11月在澳门成功举办两
届。

惠静丹：青春在志愿岗位上发光

《小小足球队》入围
第三届亚洲华语电影节

7月13日，郾城区龙塔街道消防服务中心对辖区商户进行消防隐患
排查。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身穿防护服的惠静丹正在录入核酸检测登记信息。


